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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艺术、西餐……在国外求学工作多
年，袁峰有了很多新爱好，但记者通过采访发
现，在骨子里，他依然淳朴谦逊、吃苦耐劳，
不改山东人的本色。

生于斯长于斯，袁峰身上深深打上了山东
的烙印。不论是出席国际学术会议还是进行科
普讲座，不论是讲普通话还是说英语，袁峰的
口音里总是带着一点山东味儿。

袁峰在山东大学完成了本科和硕士学业，
山大校园里留下了他美好的回忆，“我喜欢打
篮球，本科期间我最难忘的就是打篮球。”袁
峰说：“那时候我们的课不多，但是难度很

大，上午我们上课，下午做作业，然后到四五
点钟的时候出去打篮球，打完篮球去吃晚饭，
吃完晚饭回去洗一洗，然后再回到教室里去自
习，每天就是这么过的。”

让袁峰难以忘怀的还有宿舍里的够级大
战，“一到周末晚上，楼道里就开始热闹起
来，有同学往那一站，开始喊‘一缺五’，然
后有一个人加入了，‘二缺四’，很快就聚集
一拨，找一个宿舍开打，然后下一拨再开始，
周围观战的人很多，指指点点，简直是盛
会。”说到这里，袁峰眉飞色舞。

本科生升为研究生，够级大战也随之升

级，发展到几乎通宵夜战的程度，“别人休息
我们就搬到走廊，借走廊的灯光打，谁输了就
钻桌子底或者出钱买夜宵。”袁峰回忆说。

袁峰是打够级的积极分子，“我那时候也知
道要学习，所以我一般不会主动发起，但是一旦
有人叫我，我一般不会拒绝，因为抵挡不住诱
惑。”袁峰笑称，他够级打得不错，“我记牌不太在
行，但长于运筹帷幄，什么时候出牌，同伴怎么样
配合，在这些方面算是高手。”

离开山东，袁峰的牌瘾似乎也小了，他已
经好多年不打够级了。他说，一方面太忙，另
一方面找不到旗鼓相当的同伴，“打够级要六

个人水平相当才好玩，有一个人水平不行就没
啥意思，要在上海找五个高手，很难。”

对家乡，袁峰始终怀有深厚的感情。每次
回到山东，他只要有时间就会到山大物理系，看
看当年上学的地方。袁峰的高中同学大部分都在
新泰，他每次回去都要和他们聚会。对于曾教导
过自己的老师，袁峰不忘师恩，总会提前告知回
家的具体时间再登门拜访，在研究领域获得新
成就后，也不忘记在第一时间与老师分享。

陈景润说：“攀登科学高峰，就像登山运
动员攀登珠穆朗玛峰一样，要克服无数艰难险
阻。懦夫和懒汉是不可能享受到胜利的喜悦和

幸福的。”对于这句话，袁峰肯定深有体会，
“有时候做一些很难的课题非常累，一天下来
累到想呕吐，回到家后连手指头都不想动一
下。”在探秘黑洞的过程中，袁峰经常累到精
疲力竭。

每到这个时候，袁峰身上山东人吃苦耐劳
的特质就会起到关键作用，“这时候我往往能
咬牙挺过去，而一旦挺过去，就会柳暗花明、
豁然开朗。”

袁峰说，现在做课题还会经常遇到这种困
难的情况，幸运的是他能吃苦的特质一直没有
改变。

暮春时节，上海市南丹路上草木葱郁，到
处鸟语花香。与旖旎春光相伴的，是浓厚的科
学氛围，纪念明代著名科学家徐光启的光启公
园坐落于此，公园对面的南丹路80号，就是中
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所在的天文大厦。

天文大厦三楼最大的一间会议室，一个多
月前曾吸引了世界的目光，作为全球六个同时
发布人类历史上首张黑洞照片的地点之一，黑
洞在这里揭开了神秘的面纱。

拍摄黑洞照片的事件视界望远镜项目由全
球200多位科学家合作完成，来自中国大陆的有
16位，山东人袁峰便是其中之一。

戴着一副近视镜，说起话来慢条斯理，时
不时露出笑容。初见袁峰，很容易就被他身上
散发的学者气质所吸引。袁峰是中科院上海天
文台副台长、学术委员会主任，在事件视界望
远镜项目申请时便参与其中，后来又作为论文
发表工作组的五位成员之一，负责为此次国际
合作的论文质量把关。从读博开始，袁峰一直
痴迷于研究黑洞，他说：“黑洞是宇宙中最神
秘的天体，它巨大的引力引附了周围的物质，
甚至连光线都无法逃脱，它也深深地吸引了
我。”

黑洞照片发布精确到秒

跨入天文大厦仿佛穿过了一堵消音墙，车
水马龙的繁华都市景象被阻挡在身后。大厅里
贴满了各种天文学术报告的海报，不时有步履
匆匆的年轻学者从身边经过。所有一切都告诉
人们，这是探索宇宙奥秘的殿堂。

4月10日，因为首张黑洞照片公布，大厦里
的宁静被打破。“天文台比较安静，但那天很
热闹，一下子来这么多人，我还是头一次见
到。”连和黑洞打交道多年的袁峰也对黑洞的
吸引力感到有些意外，“以前没什么人关注我
们，现在好像焦点一下子都到这里了。”

为了应对骤增的关注，天文台把新闻发布
会安排在能容纳150人的最大会议室，媒体记者
架起长枪短炮，过道挤满想一睹黑洞容颜的天
文爱好者，甚至会议室外面也站满了人。袁峰
介绍：“毫不夸张地说，那天会议室真是一点
也挤不下了。”为了见证这历史性的一刻，袁
峰的夫人和10岁的女儿也挤了进来。

21点07分，在倒计时声中，大屏幕上出现
了一个中心黑色的明亮环状结构，那就是人类
拍摄的首张黑洞照片——— 位于室女座超巨椭圆
星系M87中心的超大质量黑洞的照片。

“在21点07分展示黑洞照片并不是随意而
为，而是事先协商好的。”袁峰介绍说，新闻
发布会在全球六个城市同时举行，事前花了大
量时间进行协调，“协调的内容很多，包括在
几点几分出示黑洞照片，要精确到秒。”

媒体提问环节，有记者提问：“黑洞本身
是不发光的，为什么能看到光环？”袁峰上台
回答这个问题，“黑洞本身确实是不发光的，
但它最大的特点是引力特别强，黑洞周围有很
多气体，这些气体在黑洞引力作用下向黑洞下
落，下落过程中它们变得非常热，就会发出非
常强烈的辐射，照片中看到的明亮光环就是这
些非常热的气体发出的辐射。”观看直播的网
友为袁峰点赞：“这位科学家答得好!”

回答这个问题，袁峰是最合适的人选，
“袁峰研究员长期从事黑洞吸积理论及其天体
物理应用的研究，取得的主要成果包括：证明
黑洞吸积流存在很强的外流，解决了黑洞吸积

的一个基本问题，也解决了十几年来两个权威
学派关于‘对流’与‘外流’的争论；发现了
一个黑洞吸积解，是已知的四个解之一； 提
出了间歇性喷流形成的磁流体力学模型；系统
性地将吸积理论应用于各种不同的黑洞天体，
解决了大量的观测问题。”中科院上海天文台
网站在对袁峰的介绍中这样写道。

因为在黑洞研究领域作出的杰出贡献，袁
峰很早便参与到事件视界望远镜项目，“大概
在七八年前，国际上组织了一个团队，到美国
自然科学基金委申请这个项目，他们把我拉了
进去，所以我是这个项目最早的那批申请人之
一。”后来，袁峰成为项目论文发表工作组的
五名成员之一，负责为此次国际合作的论文质
量把关，“把好了关这次国际合作的论文才能
投出去，因此这项工作非常重要。”

天生喜欢自然科学

1970年1月，袁峰出生于山东新泰的一个教
师家庭，那一年，人类发现了第一个黑洞。袁峰与
黑洞研究结缘，似乎是冥冥之中注定的安排。

父亲是位数学老师，对他要求极严。“从
小学开始，父亲要求我要么考第一，要么得100
分，否则就要挨批评。”袁峰回忆说，他每个
学期都要把下一个学期的数学课提前学完。

父亲的严格要求并没有让袁峰感到压抑，
因为这与他的兴趣契合，“我天生就喜欢自然
科学的东西，比方说有一本书叫《小灵通漫游
未来》，我非常喜欢，至于《十万个为什么》
物理卷，就更喜欢了。”每天放学后，袁峰就
泡在父亲工作单位的图书馆中，如饥似渴地阅
读自然科学的相关书籍。

随着年龄的增长，相比于外力的驱动，袁
峰对自然科学的喜爱更多的是发自内心的兴
趣。上高中时，袁峰特别喜欢物理，“我觉得
高中物理非常简单，看课本就像看小说一样，
在新泰一中几乎每次物理考试都是全年级第
一。”“他当时是我们班的班长和学霸。”袁
峰的高中同学李欣回忆说。

1987年，袁峰以新泰市第一名的成绩考入

山东大学物理系。回忆起大学生活，袁峰说那
时候伙食不好，由于营养跟不上，每天头脑发
晕，上午的课几乎都是在瞌睡中度过，很多东
西要靠自学，“相比于高中物理，大学物理难
度加大了很多，自己去看书挺费劲的，但也挺
有意思的。”

兴趣曾一度把袁峰带往另一条学术之路。
本科毕业后，袁峰继续在山大攻读硕士，专业
不是自己钟爱的物理而是量子化学。“当时我
读到了一本叫《学问的创造》的书，那是诺贝
尔化学奖得主福井谦一的自传，他在书中讲了
自己小时候如何和大自然接触，这些经历对他
日后的科学研究多么重要，我觉得写得很好，
很多想法和我的一样，再加上山大的量子化学
比较强。”袁峰说，出于这两个原因他选择了
量子化学专业。

三年之后，袁峰发现量子化学并非自己的
真爱，与此同时，他对广义相对论的兴趣却与
日俱增，“有一次跟化学系的一个研究生导师
闲聊，我说我对广义相对论非常感兴趣，我学
的时候觉得它很优美，非常喜欢。他说他在中
国科技大学的一个同学在招天体物理的博士
生，可以推荐我，就这样我报考了中国科技大
学，从此就一直搞天体物理了。”

对于这段经历，袁峰并不后悔，“本科学
物理是跟着兴趣，硕士选择量子化学也是，我
现在仍然认为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在兴趣的指引下，袁峰最终将研究方向聚
焦于黑洞。“研究黑洞有什么用？”经常有人
这样问他。袁峰说，黑洞是非常奇异的天体，
由于它的存在，造成了宇宙中非常有意思甚至
非常难以理解的丰富的想象，要想理解宇宙必
须要理解黑洞，“科学研究的目的之一就是满
足人类天生的好奇心，有黑洞这么一个奇怪的
东西，能不去研究它吗？”

想为国家作贡献

从中国科技大学博士毕业后，袁峰先后在
南京大学、德国马普射电天文研究所、美国哈
佛大学和普渡大学进行博士后研究工作。

2000年至2002年，袁峰在马普射电天文研究
所做博士后，“在我的印象中，我当时是在国
内拿到天文学博士学位后第二个能自己联系在
国外做博士后的，这和国家公派是完全不一样
的。”谈起这段经历，袁峰非常自豪。

拥有在多个国外顶尖学术机构工作的经
历，袁峰留在国外问题不大，然而在2005年，
他却放弃一切，选择回国。

“我回国一个原因是喜欢中国的文化和环
境，国外的环境再好也不是为中国人设计的，
在那里没有归属感和认同感。”袁峰说。

袁峰喜欢中国文化到什么程度？袁峰在山
大读硕士时，他的导师到以色列访学，与以色列
科学院院长列文合作。“导师比较欣赏我，他把我
推荐给了列文。”列文答应收袁峰做研究生，导师
赶紧给袁峰发电报。袁峰至今还记得电报的内
容，“他说列文教授愿意收你做研究生，你抓
紧找两个老师写两封推荐信，这边的工资是多
少美元，最后还加了三个字：花不完！”

“花不完”的美元没有打动袁峰，他最终
没有去，是因为下围棋，“我那时候刚刚学会
下围棋，正是痴迷的时候，从这里也可以看出
来我对中国文化非常地喜欢。”

袁峰说，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也驱使他回到
祖国怀抱，“在国外，时不时感受到别人的歧
视，那时候中国和国外的天文学研究还是有一
定差距的，我想通过努力，为自己的国家作一
些贡献，缩小这种差距。”

科学研究不能迷信权威

归国十四载，袁峰的抱负有没有实现？在
天文大厦16层的袁峰办公室，可以找到这个问
题的答案。

陈设上，这里和普通的办公室没有任何区
别，看不出是一位天体物理学家工作的地方，
“马普射电所有世界上最大的射电望远镜，我
在那里做了两年博士后，一次望远镜也没有看
过。”袁峰笑着说，“做理论的人，仰望星空
不是用眼睛，而是从心里。”

办公室和走廊里，贴满了袁峰组织的学术
会议海报及他和学生发表的论文，让人感受到
强烈的天体物理学术氛围，这是袁峰提出的创
意，“这样做就是为了创造一种学术氛围，让
人一进来就沉浸在里面。”

张贴出来的海报和论文都是袁峰的得意之
作。说起这个话题，就不得不提他以第一作者
身份发表在国际天文和天体物理领域最权威的
综述期刊《天文和天体物理年评》上的《黑洞
热吸积流》一文，这是中国在该期刊发表的第
二篇文章，学界评价：“这篇文章把中国的黑
洞吸积理论研究引领到了国际一流水平。”

撰写文章过程中的一个插曲，至今让袁峰
记忆犹新。

1999年，科学家们完成了第一个黑洞吸积
流的整体数值模拟工作，发现吸积率随着半径
的减小而降低。为了解释这一现象，理论家提
出了两种模型，一种是美国天文学10年规划的
总负责人布兰德佛德教授等提出的“外流”模
型，另一种是由袁峰在哈佛大学时的导师纳拉
杨教授等提出的“对流”模型。

两种模型争论了十几年，到底哪个才是正
确的？2012年，袁峰通过大规模数值模拟，首
次论证了吸积流中确实存在着很强的外流。袁
峰的这一研究结果，从理论上解决了两种模型
的争论，颠覆了导师纳拉杨的“对流”模型。

“我在哈佛大学的导师是一个印度人，他

30多岁才到美国，受东方文化影响非常深，学
生推翻导师对他来说是非常大的一件事。”袁
峰和导师争论的时候，他们刚刚收到《天文和
天体物理年评》的撰文邀请，“我的导师跟我
说，这个问题必须解决，不然这个文章没法
写，他专门从美国飞到上海和我讨论。”《天
文和天体物理年评》一年只出一期，袁峰的论
文发表时间因此整整推迟了一年。

袁峰通过分析观测到的谱线，证明吸积流
确实存在外流。2013年5月，袁峰应邀参加了在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召开的“黑洞周围的辐射过
程”国际会议，作为中国大陆唯一被邀请参会
的学者，他在会上作了30分钟的特邀报告。最
后，纳拉杨终于接受了袁峰的研究成果。

因为有这样一段经历，袁峰鼓励学生大胆
提出自己的想法，“真正的科学研究应该带着
批判的眼光，不迷信权威，敢于提出全新的想
法，提出全新的领域。”

做科普是科研人的责任

开会、访学、科研、演讲……袁峰每天的
时间被安排得满满当当，他开玩笑说：“我的办公
室离厕所只有5米，我却经常没有时间上厕所。”

因为经常出差，袁峰常年是航空公司的金卡
客户，“我不知道一年出差多少次，因为航空公司
有规定，一年坐飞机50次才会是金卡，所以我知
道我每年出差的次数肯定超过50次。”

袁峰出差有相当一部分是为了做科普。因
为对评职称、申基金没有用处，很多人不愿意
做科普，袁峰却反其道而行，抓住一切机会进
行科普，“到社会上作报告，写科普文章，然
后电视台给你机会的话一定要充分利用，积极
配合，像这些我都做过。”

首张黑洞照片公布后不到24小时，袁峰就
受邀来到济南外国语学校，作了以《黑洞———
时空弯曲的神秘旋涡》为题的讲座。“原本只
有180个座位的报告厅，不但座无虚席，就连走
廊、地上都坐满了学生。”从新闻报道中就能
感受到现场热烈的气氛。

袁峰的科普讲座深入浅出，能用简单的语言
说清楚复杂深奥的理论。袁峰说，要让别人明白，
关键是自己先要理解透彻，“我理解东西不一定
是最快的，但一旦理解了就比较透彻。”

袁峰一个大学同学的儿子就读于济南外国
语学校，他通过爸爸认识了袁峰并聆听了讲
座。后来，他在给爸爸发的微信中说：“这是
我听过的最好的报告，没有之一，老爸，我太
爱你了！”

“来学校做科普是我们科研人的一种责
任。”袁峰在与济南外国语学校师生交流时表
示。在2010年的一次科普讲座前，袁峰说：
“国家拨给我们经费，我们必须对纳税人有交
代，我们用这些钱在干什么。”

首张黑洞照片发布后，引发巨大关注。蜂
窝煤、甜甜圈……黑洞照片被网友P成了各种模
样。另外，有媒体报道称，因为黑洞照片，黑洞相
关书籍的搜索量激增。在袁峰看来，这些都是好
事，“黑洞照片带来这么大的反响，老百姓的认识
和观念多多少少会受到些影响，这对于整个社会
科学素养的提高是有很大帮助的。”

拍摄黑洞照片的事件视界望远镜项目由全球200多位科学家合作完成，袁峰是其中的一位。从攻读博士时开始，袁峰
一直痴迷于研究黑洞，他说：“黑洞是宇宙中最神秘的天体，它巨大的引力引附了周围的物质，甚至连光线都无法逃脱脱，
它也深深地吸引了我。”

袁峰：一颗好奇心，痴迷探黑洞
□ 本报记者 王建

■ 记者手记

山东人的特质一直没变
□ 本报记者 王建

■ 责任编辑 郭爱凤

袁峰在推导公式

袁峰和导师纳拉杨教授

袁峰在黑洞照
片发布会现场回答
记者提问。

袁峰在办公
室工作。

袁峰办公室张贴
的学术会议海报。

袁峰和学生最新
发表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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